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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芳香烃受体（ＡｈＲ）及其所介导的下游信号通路在二恶英类及其他各种芳香烃物质的体内代谢、
生物毒性或生理活性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经典的作用机制为各种配体与ＡｈＲ结合，激活后者并
使其得以进入细胞核，进而与芳香烃核转移蛋白（ＡＲＮＴ）结合，ＡｈＲＡＲＮＴ二聚体能作为一种重要的转录
因子，特异性结合到靶基因上游调控区域的二恶英响应元件（ＤＲＥ）上，并进一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
基因或蛋白水平上影响多种靶基因的转录和表达。芳香烃受体配体与其他信号通路（如雌激素受体、炎症

相关信号通路）交互作用的研究进一步提示ＡｈＲ所介导的许多潜在的生理效应还尚未被揭示。过去对于二
恶英类物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生物体免疫抑制、免疫器官组织毒性病理学等毒性效应研究，近年来发现，

ＴＣＤＤ的低剂量暴露条件下则可以通过ＡｈＲ在免疫调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ＴＣＤＤ已经成为
目前研究ＡｈＲ激活介导的免疫调节效应的重要工具。目前认为这种调节效应主要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对
辅助性Ｔ细胞（ＣＤ４＋Ｔ细胞）特别是调节性Ｔ细胞（Ｔｒｅｇ）的调控得以实现。然而目前人们尚无有效的方
法来权衡低剂量ＴＣＤＤ暴露之后所表现出的对效应 Ｔ细胞毒性效应和对 Ｔｒｅｇ细胞的诱导效应，也就是说
ＴＣＤＤ本身作为一种外源性毒物的属性注定不可能使其成为一种良药。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研究表明机
体中存在一些ＡｈＲ的内源性配体，并且这类配体激活的 ＡｈＲ在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特别是免疫功能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这种调控效应通常也会表现为配体依赖性的特征。考虑到 ＡｈＲ的配体在环境、
食品、商业制品等中的广泛存在，显然ＡｈＲ新功能发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化学物影响机体免疫应答、
免疫系统发育、免疫紊乱等生理或病理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目前，我们实验室也正在从事一些 ＡｈＲ
介导的ＴＣＤＤ为代表的二恶英类物质的免疫靶细胞毒性与免疫调节效应机制方面的研究，期望通过研究确
定ＴＣＤＤ毒性潜在的靶免疫细胞，并期待着能对ＴＣＤＤ所表现出的免疫细胞之间的调控效应的潜在机制作
出探究。综上所述，得益于对典型环境污染物 ＴＣＤＤ的研究，人们对 ＡｈＲ的生理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对内源性及外源性环境化学物作为ＡｈＲ配体所介导的不同生理调节功能，特别是免疫调节效应方面研
究的深入，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毒理学人认识到ＡｈＲ的功能绝不局限于其介导的生物毒性效应，ＡｈＲ在调节
免疫应答、自主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等过程中的作用正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使其有望成为免疫相关疾病

预防和治疗药物研发的一个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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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５７　ｐＨ和温度对丁硫克百威水解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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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鉴定丁硫克百威的水解产物，研究温度和 ｐＨ对其水解的影响，并推测可能的降解途径和
机理。方法　丁硫克百威１ｍｇ／ｍＬ、克百威９９．８％。在不同ｐＨ值（５，７和９）和温度（２５℃，３７℃，５０℃）下，
经过不同的反应时间，利用ＷａｔｅｒｓＴＱＭＳ液质联用仪鉴定水解产物。利用Ｗａｔ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ｔｙＨＣｌａｓｓ超高
效液相色谱对丁硫克百威和主要产物克百威进行浓度分析，并利用一级动力学方程Ｃｔ＝Ｃ０ｅ

－ｋｔ计算水解速

率常数Ｋ及半衰期Ｔ１／２（ｈ）。结果　对丁硫克百威水解产物进行一级质谱扫描，得到各主要产物的准分子
离子峰（丁硫克百威和克百威为［Ｍ＋Ｈ］＋峰，克百威酚为［Ｍ＋Ｎａ］＋峰）。由动力学方程拟合计算得２５℃
时ｐＨ为５，７和９的水解速率常数Ｋ分别为０．１４１４，０．００３０和０．０００７，半衰期Ｔ１／２分别为４．９０，２３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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